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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市 2022-2023 学年第一学期普通高中期末质量检测
高三语文试题答案

1．(3 分)A 【解析】错在“但整体为主，个体为次”，此说法于文无据。

2．(3 分)A 【解析】错在“先秦诸子普遍认为统治者治国的目的就是富民利民”，此意

于文无据。

3．(3 分)C 【解析】A项强调的是法令及守法的重要性，B项强调的是推己及人，D 项强

调的是人们要相爱，这三项都不涉及顺民心，也没有共生之意。只有 C项说的是君主要让百姓

有好的生活，体现了共生智慧。

4．①材料一是典型的论述类文本，表达方式以议论为主，通过引用论证、举例论证等论

证方法，论述了先秦诸子的共生智慧。②材料二是通讯，表达方式以记叙为主，兼有议论、抒

情，主要叙述了四川省成都市和江西省萍乡市的便民服务之事。

(每点 2分，共 4分。意思对即可。)

5．①文段内容：秦始皇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奴役天下百姓，使他们生活艰难，死伤无

数。 ②评析：秦始皇的做法与先秦诸子的共生观念相悖。他不是以政裕民，而是以政虐民，

只取不予，超出了取的限度，破坏了百姓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和环境，不能满足百姓过美好生活

的愿望，自然而然就遭到天下人的唾弃，引起人民的反抗。

(内容 2分，评析 2分，共 4分。意思对即可。)

6．C【解析】本题考查理解小说内容并赏析艺术手法的能力。“但对垃圾的处理措施

好，很有力度”错，根据原文第八、九段的内容可知，城里的垃圾虽然没有了，但污染了

山里的环境，所以这里是对这种垃圾处理方法的讽刺。

7．A【解析】本题考查理解分析小说情节的能力。“作者以沉重的笔调写人不如物的

悲剧”错，根据原文“垃圾们是最有福的，来去都不必自己赶路操心，尤其是这回去，像

老爷一样坐着轿子，而且不寂寞，因为人们一路有歌”可知，作者说“垃圾们是最有福的”

“像老爷一样坐着轿子”是用幽默调侃的手法反讽，突出强调人不如物，而非含蓄深沉，

也谈不上是悲剧。

8．①有文言色彩，简约质朴，多短句。如“余阴多山，山皆为石。石难生树，草亦

稀少”。②散句之外使用整句。如“童谣”和“山歌”的运用，使小说音韵和谐。③多用

修辞。如“飞起数百只，烟一般升到半空中”运用了比喻手法，“背篓中的垃圾也轻轻舒

展，作出响音与人语混成一片”运用了拟人手法。

（每点 2 分，意思答对即可；如从其他角度回答，言之成理亦可酌情给分）

【解析】本题考查分析小说的语言特点的能力。可从文言色彩、整句（音韵）、修辞

三个角度来分析。

9．（1）对于垃圾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余阴城里人和山民们都没有意识到，他们都

是“俗人”。（2）①城里人把垃圾车造成的噪声污染当成闹钟，孩子们还唱起快乐的“童

谣”。②山里人对垃圾造成的环境污染视而不见，反而把捡垃圾当作致富的手段，唱起山

歌表达快乐。（每点 2 分，意思答对即可；如从其他角度回答，言之成理亦可酌情给分）

【解析】本题考查探究写作意图的能力。本题的审题关键为“俗人”和“乐趣”，解

题时应从“俗人”的角度浏览全文，再看这些“俗人”在小说中都有哪些“乐趣”。“俗

人”指“世俗的人，普通人”，纵观全文，对于垃圾产生的污染问题，余阴城里人和山民

们都没有进行更深层次的认知和思考，所以他们都是“俗人”。因为没有深入地思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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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们没有烦恼，而“乐趣”颇多，城里人把垃圾车造成的噪声污染当成闹钟，孩子们还

唱起快乐的“童谣”。山里人对垃圾造成的环境污染视而不见，反而把捡垃圾当作致富的

手段，唱起山歌表达快乐。

10. C 11. D 12. C

13. （1）吴蜚卿也认为自己一定会死，叮嘱他的妻子拿出所有财产，来救济孤苦之人。

（2）词赋文章，是为国家增光溢彩的工具，而周先生却用来观察天下人，称得上伯乐啊

14. ①周元亮阅读文书时因为雨天出现诗扇就察觉出案子可能是嫁祸；②他看到扇子上的

题诗，联想起曾经在南郭酒肆见过的题壁诗口气类似，就意识到可能与李秀有关，然后顺藤摸

瓜找出凶手。可见他善于发觉事物微小之处。 （一点 1分，2点全 3分。）

【解析】

【10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

句意：想到假称吴蜚卿，人们必定都会相信的，所以他就假作了一把吴蜚卿的扇子，拿着

前往。若事情很顺利就把自己的名字告诉贺氏，倘若不顺利，就嫁祸于吴蜚卿，实际上本意并

不想杀死贺氏。公众号：高中试卷君

“所以他就假作了一把吴蜚卿的扇子”“故”指因此，所以，是后一句的关联词。故排除

AB；“谐则自认,不谐则嫁名于吴”两种情况对比，故应在“谐”之前断句。排除 D。故选 C。

【11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了解并掌握常见的文化常识的能力。

D.“意思相同”错误，选文“间”是“间隙，机会”之意。“谗人间之”的“间”是“离

间”之意，两者意思不同，故选 D。

【12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

C.“他事前为杀害贺氏作了精心谋划”错误，据原文张成认罪所言“谐则自认，不谐则嫁

名于吴，而实不期至于杀也”，可见他并非想杀害贺氏。故选 C。

【13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并翻译文言文句子的能力。

（1）自“分”（1分），认为、料想，还含有宾语前置句；“罄竭”（1分），竭尽、拿

出所有；句意通顺 2分。

（2）判断句 1分，“相”（1分），观察；句意通顺 2分。

【14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

根据“贺被杀在四月上旬；是夜阴雨，天气犹寒，扇乃不急之物，岂有忙迫之时，反携此

以增累者，其嫁祸可知”可知，周元亮阅读文书时因为雨天出现诗扇就察觉出案子可能是嫁祸；

根据“向避雨南郭，见题壁诗与箑头之作，口角相类，故妄度李生，果因是而得真盗”可

知，他看到扇子上的题诗，联想起曾经在南郭酒肆见过的题壁诗口气类似，就意识到可能与李

秀有关，然后顺藤摸瓜找出凶手。

可见他善于发觉事物微小之处。

参考译文：

范小山，是青州府人，以贩卖毛笔为生，在外经商没有回来。四月间，他的妻子贺氏独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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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夜间被盗贼杀死。这天夜里，细雨濛濛，泥中遗留下了一把题诗的扇子，是王晟赠送给

吴蜚卿的。王晟，不知是什么人；吴蜚卿，是益都城里殷实之家，与范小山同乡。吴蜚卿平日

为人很轻浮放荡，所以同乡人都相信人是他杀的。县衙拘留他审问，（他）坚决不承认；悲惨

地遭受严刑拷打之后冤屈定了案。这个案子送到府里；府里又转到县里，经历了十多个判官的

手，无一人提出异议。吴蜚卿认为自己一定会死，便嘱咐他的妻子拿出所有财产，来救济那些

孤苦的人。吴蜚卿暗地里买通了监守的人，让他买来毒酒（想自杀）。夜间梦到神人告诉他说：

“你不要死，往日是‘外边凶’，眼下是‘里边吉’啊！”再睡觉，又梦见这些话，于是，他

就没有自杀。

没有多久，周元亮被分派守卫这个地方，当他读到囚犯吴蜚卿的案子时，感到这起案件审

理有疏失。于是就问：“吴蜚卿杀人，有什么确凿的证据？”范小山用扇子来回答。周道台仔

细看了看那把扇子，问：“王晟是什么人？”都回答说不知道。周先生又把审讯时的记录取出

来看了一遍，立刻命令除掉吴蜚卿的死牢刑具，将他从重犯的内监解到关押轻犯人的外仓。范

小山力争说不妥，周道台愤怒地说：“你想胡乱杀一个人就了事呢，还是想得到真正的仇人才

甘心呢？”大家怀疑周道台偏心吴蜚卿，都不敢追问。周道台掷下一支红色的签子，立刻拘捕

南部某店的主人。店主人恐惧，不知原因。拘捕到以后，周道台就问：“你酒肆的墙壁上有东

苑李秀的诗，什么时候题的？”回答说：“去年提学大人来青州府考试时，有日照的两三个秀

才，喝醉后留下来的题诗，但不知他们住在哪里。”于是周道台便派衙役到日照，拘捕李秀才。

数日后，李秀被押解到。周道台生气地问：“你既然身为秀才，为什么谋杀人呢？”李秀

才跪下叩头，不知所措地说：“没有这回事。”周道台把扇子掷到他的面前，让他自己看，说：

“这分明是你作的诗，为什么假称王晟？”李秀仔细看过后说：“诗真是我作的，但字并不是

我写的。”周道台问：“既然知道你的诗，那人当然是你的朋友了，那么这是谁写的？”李秀

说：“这字迹好像是沂州府王佐。”周先生又立即派遣差役拘捕王佐。王佐被押到公堂，周道

台像怒问李秀的情形一样呵斥他。王佐招供说：“这是益都城铁商张诚要求我写的，（他）说

王晟是他的表兄。”周道台说：“盗贼就在这里啊。”把张诚捕来，一审他就全部招认伏罪了。

之前，张诚见到贺氏很美丽，想去勾引她，担心她不答应。想到假称吴蜚卿，人们必定都会相

信的，故假装题一把吴蜚卿的扇子，拿着前往。若事情很顺利就把自己的名字告诉贺氏，倘若

不顺利，就嫁祸于吴蜚卿，实际上本意并不想杀死贺氏。那天张诚翻墙进去，强追贺氏。贺氏

因为独自居住，平日常将把刀放在自己的身边，以防万一。她觉察到有恶人，就捉住张诚的衣

服，手拿着刀起来。张诚害怕了，夺过刀来，但贺用力拉住他的衣服，使张诚无法逃脱，关且

大声地呼叫。张诚更加困窘无法，就杀掉了她，丢掉扇子逃跑了。就这样，三年的冤案，一朝

被昭雪，人们无不称赏周道台断案如神。吴蜚卿这时方悟神人所说“里边吉”就是“周”字啊。

但是，始终不解周道台如此断案的原因。后来，一位乡绅乘机向周元亮请问这件事。周元亮笑

着说：“这案很容易看破。我细细翻阅这个案子的审讯记录，贺氏被杀死是在四月上旬。这天

夜里阴雨绵绵，天气还有寒意，扇子是不急需之物，哪里有在匆匆急迫的时候，反而携带这多

来增添累赘呢？凶手想嫁祸别人是可以看出的。以前，我在城南避雨，见到墙壁上题诗与扇子

上的题诗，口气完全相同。所以，胡乱猜测李秀，结果，因此抓住了真正的杀人犯。”听到的

人无不赞叹佩服。

异史氏说：“词赋文章，是为国家增光溢彩的工具，而周先生却用（它）来观察天下人，

称得上伯乐啊。而没想到观察士人的方法，又移作审案之用了。《易经》说：‘知道事物发生

变化的隐微的因素，那是多么神奇呀。’周先生具有这种智慧呀。”

1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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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致酒行》最后四句通过雄鸡高唱迎来天明之景，表达诗人不再一蹶不振的豪情壮志，

积极进取的凌云壮志。

《将进酒》中最后部分“呼儿”“与尔”，诗人口气甚大，显示出李白不拘形迹的豪迈性

格。“万古愁”与开篇之“悲”照应，显示出李白在狂放乐观掩盖下的对自己韶华已逝、怀才

不遇的悲愤与愁苦。（每篇解析 3分，意思对即可）

【解析】

【15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诗歌内容和艺术手法的能力。

C.“与‘隔叶黄鹂空好音’之‘空’相同”说法错误，含义不同，这里的“空”是只是的

意思，句意：只凭纸上几行字；“隔叶黄鹂空好音”的“空”是空自、空有的意思，句意：隔

着花叶传来黄鹂的啼啭，也只是空有好音。“写出了诗人对马周那种凭借几行文字就得到皇帝

恩泽的行为不屑一顾”说法错误，作者说马周只凭“两行书”即得皇帝赏识，言外之意似乎是：

政治出路不只是有一种途径，“囊锥”终有出头之日，科场受阻也不能悲观。并不是对马周行

为的不屑一顾。故选 C。

【16 题详解】

本题考查学生鉴赏诗歌情感的能力。

《致酒行》中诗人运用象征手法，以“雄鸡一叫天下白”写主人的开导生出奇效，使他的

心胸豁然开朗。这“雄鸡一声”是一鸣惊人，而“天下白”的景象更是光明璀璨。这一景象激

起了诗人的豪情，于是末二句写道：“少年正该壮志凌云，怎能一蹶不振！老是唉声叹气，那

是谁也不会来怜惜你的。”

“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意思是：即便千金散尽，也当不惜拿出名贵宝物

——“五花马”和“千金裘”来换取美酒，图个一醉方休。这结尾之妙，不仅在于“呼儿“与

尔”，口气甚大。须知诗人不过是被友招饮的客人，此刻他却高踞一席，气使颐指，提议典裘

当马，几令人不知谁是“主人”。快人快语，非不拘形迹的豪迈知交断不能出此。情犹未已，

诗已告终，突然又迸出一句“与尔同销万古愁”，与开篇之“悲”关合，而“万古愁”的含义

更其深沉，既在悲叹美好的时光的消逝，也有自己怀才不遇、壮志未酬的愤懑。

17.（1）纷吾既有此内美兮 ，又重之以修能。

（2）此时相望不相闻 ，愿逐月华流照君。

（3）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寄蜉蝣于天地， 渺沧海之一粟。

（每空 1分，错字漏字添字皆不得分）

18.①络绎不绝 ； ②触手可及； ③推陈出新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正确使用成语的能力。①处，语境是说前往非遗文化体验基

地、陶瓷艺术馆的人们连续不断，可用“络绎不绝”。络绎不绝：前后相连、连续不断

的样子。形容行人、车马、船只等来往频繁，连续不断。②处，语境形容优秀文艺节目

贴近现实生活，可用“触手可及”。触手可及：指近在手边，一伸手就可以接触到。形

容距离极近。③处，语境指“老字号”让老品牌焕发新活力，革新重生，可用“推陈出

新”。推陈出新：去掉旧事物的糟粕，吸取其精华，使它以新的面目出现。

19. “国潮”是中国传统文化品牌与新时代潮流文化交融的产物。它顺应国家发

展、民族复兴的要求，顺应时代审美潮流的发展，体现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体现“中

国智造”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基因“无缝对接”。

（长句改短句，总共四分，1 点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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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变换句式的能力。首先提取句子主干部分，单独成句：“国

潮”是中国传统文化品牌与新时代潮流文化交融的产物。然后把“国潮”的定语提取出

来，拆分为几个分句：在“顺应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要求”前加上主语“它”；在“时

代审美潮流的发展”前加上谓语“顺应”；“体现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单独成句；在

“‘中国智造’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基因‘无缝对接’”前加上谓语“体现”。最后

按照逻辑梳理句序即可。

20. “老”与“新”的结合让传统文化与国货品牌实现了融合创新，既做到了品牌

自身的革新重生，也助力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创造出无限生机与新的活力。（修改病

句，改出一处二分。改出两处四分）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辨析并修改病句的能力。画线句语病有：一是搭配不当，“筑

就出无限生机与新的活力”动宾不搭配，把“筑就”改为“创造”；二是语序不当，“既……

也……”所关联的分句语序颠倒，应先说“做到了品牌自身的革新重生”。

21.①是与名相表里的 ②名与字也可意义相反 ③名是幼时起的(每点 2 分)

22.称用上有谦尊之别，意义上有密切关联，礼制上有取用规限。（1 点 1 分）

23.【审题】这是一道任务驱动型材料作文题。

“杂草是有害之物”的概念，一直在人们脑海中根深蒂固。果农沿袭这样的观念，一则是

前人经验，二则是果农可能本由稻农转换而来（“稻农的经验，未必是果农的法宝”），这是

他的思维固化。而农艺师的提醒，改变果农的观念，也必将影响到他的工作和收益。这说明，

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会囿于自己的思维固化，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对此，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

思维定式，认识到事物不分绝对好坏，而看如何利用。我们不能忽视那些看似有害之物，或许

能化有害为有利，化弊为利。人们认为杂草会阻碍农作物生长，这种经验来源于农民种植庄稼

的体会。而稻农的经验，未必是果农的法宝。杂草或许是庄稼的敌人，却可以成为果树的朋友。

写作时，要注意“这是种植之理，也是生活之理”“对自己的生活，对世事人生”

等提示语，应从“种植之理”说起、说清，再适当结合生活与社会，关联延伸到“生活

之理”。对于改变思维定式这一主题，小可谈学习心得、待人接物，比如我们看待自己

的竞争对手，不能仅仅看到竞争，还应看到我们在竞争中获得进步的特殊之处。因此，

我们身处这个多元时代和社会，要看到人、物、事之间关系的多样复杂，不能简单粗暴

地做非黑即白的界定划分。此外我们还应着力探求、维系并利用好事物之间相依相存的

关系，做到共荣共生，和谐发展，而减少彼此对立、排斥、斗争带来的损耗。

从大处讲，可以评议社会现象，比如从新颖的角度思考手机的利弊、互联网的是非

乃至发展核武器的对错，还可以谈生态文明，环境保护，比如对待自然界的“敌人”，

甚至抗疫经验、治国理念，比如世界多极化趋势下的国际关系。对此，可指出我们应正

确对待、理性分析、合理借鉴他人的成功经验，而不是直接嫁接、盲目照搬，并注意尊

重科学，把握规律，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能脱离实际，并时

刻注意与时俱进，破旧图新，要及时更新知识与观念，而不被思维定势约束禁锢。

【参考立意】

（1）学点辩证法，莫搞“一刀切”。

（2）扎根实际之壤，结出丰硕之果。

（3）摆脱思维定式的桎梏。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6

例文：

“杂草”不存，芬芳自在

一株杂草，是稻农眼中争夺资源的卑劣的强盗，是群芳斗艳时有碍观瞻的格格不入。

但同时，它也是果树的伙伴、守护者：让土壤保持湿度，增加肥力……

杂草在果园中的巨大作用，再一次给“存在即合理”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生活中一

切渺小、平凡的生物，一切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都有其潜在的价值。在学习中，一篇

一挥而就的作文也许由一本本杂书成就；生活中，当路边随处可见的青蒿被屠呦呦发现，

它开始在消灭疟疾的战场上大杀四方；当围城的垃圾被回收、分类处理，它成为了“放

错地方的资源”，为保护环境，拯救地球立下汗马功劳……有时并非杂草没有价值，而

是局限的判断导制了忽视，而“杂草”也将从助力转变成平平无奇的杂草，甚至是拦路

石。语文阅刊(

而若单关注“杂草”这个称呼，我们不难发现人们对它的刻板印象和偏见。杂草是

什么？是杂乱的、不符合正统的野草。在潜意识中，我们已经忽略了它的长处，而仅仅

以根据以自我为中心的需求轻率地给它冠以无用之名。可是，在大自然面前，人和杂草

不都是一样的渺小吗？又有什么生命价值上的区别呢？

也许有人会反驳：“生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注定了我们无法给每一种生物一个全面

的定义，而‘杂草’只是权衡之下一个笼统的评价罢了。”的确如此。但是当这种习惯

性片面地看待事物，然后下定义、贴标签分出高低贵贱的心理延伸到社会，我们会发现

封建时代残余的偏见难以完全根除，而新的偏见又开始滋生。仍有人认为“女子无才便

是德”“头发长见识短”；有人罔顾现实，为施暴者辩解，仅根据受害者的某些特征便

信口雌黄，给他贴上罪恶的标签……也许我们开始只是轻易给一株植物冠上杂草之名，

但当这种心理不断传递，平等和尊重又该何去何从？语文阅

没有任何人、事、物会真的仅仅只是一株杂草，停下脚步，细心观察，我们自会发

现惊艳、嗅到芬芳。而当不再有人、事、物被定义为“杂草”，那么，不断被发掘的生

命潜力，不断传递的平等和尊重也终将重塑整个世界！


